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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要]内蒙古大青山地区的-J盏河一集宁断裂带是华北板块北缘的一条重要断裂带．它主要由韧 

性剪切带、韧脆性剪切带和推覆构造等构成。推覆构造自南向北可分为叠瓦逆冲推覆构造带、紧闭褶皱 
一 逆冲断层变形带、宽缓褶皱一断层转折褶皱带、滑脱褶皱一断层传播褶皱带等4个变形带。断裂带从 

韧性到脆性表示了其出露深度不同，并有由南到北活动强度逐渐减弱的趋势。该区主要分布有以金为 

主的多金属矿床和以煤、大理岩为主的非金属矿床。区内金多金属矿床多与韧性剪切带有关，断裂构造 

为金属矿床的形成提供了空间，也是成矿物质的通道。研究指出了该地区的找矿前景与方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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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大青山地区位于呼和浩特一包头以北， 

构造上隶属于华北板块的北缘阴山断隆。大青山地 

区呈北东东至近东西向展布，东西向长约 300 km， 

南北向宽约 50 km。其南缘西起包头，经土默特右 

旗、土默特左旗、呼和浩特，东至集宁；北缘西起固 

阳，向东经武川至察哈尔右翼中旗。带内主要分布 

有以金为主的多金属矿床和以煤、大理岩为主的非 

金属矿床。自太古宙以来，该区经历了长期的地质 

构造演化，地质构造复杂，岩浆活动频繁。区内除 

30年代在晚古生界和中生界地层内发现石拐煤田 

外⋯，通过90年代开展的 1：5万地质调查，在前寒 

武系地层内及中生代中酸性岩体周围发现了不少多 

金属矿床(点)，经过近几年的地质工作有的已达大 

型矿床规模，成为地质找矿的热点地区 -5 1，引起了 

有关地质勘探单位和科研部门的高度重视。 

1 地质概况 

研究区内地层主要有太古字、古生界和中生界 

地层(图 1)。太古宇变质岩主要为集宁群、乌拉山 

群和色尔腾群。集宁群主要由片麻岩类、大理岩类、 

浅粒岩类组成；乌拉山群根据其矿物组合、结构、构 

造等特征，可分为麻粒岩类、片麻岩类、大理岩类、片 

岩类和角闪石岩类。色尔腾群主要有糜棱岩化片 

岩、斜长角闪片岩、石英岩、大理岩、变粒岩等组成。 

前两者分布在石拐和东大青山中生代沉积盆地周 

围，后者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西北部。上述地层主 

要呈东西向展布，并且都遭受了较强烈变质变形作 

用，构造样式复杂。在中生代沉积盆地南侧，由于推 

覆构造作用，把太古字变质岩推覆到古生代和中生 

代地层之上 。 

古生界地层主要出露于该区的中部，西部地区 

有零星出露，有寒武系、奥陶系、晚石炭统和二叠系 

地层。寒武系地层分布零星，与太古宇变质岩呈角 

度不整合接触。其下部为一套碎屑岩，上部为厚层 

结晶灰岩和白云岩。奥陶系与寒武系之间呈整合接 

触，为一套厚层灰岩，其间夹有中薄层石英砂岩。上 

石炭统拴马桩组为一套煤系地层，与奥陶系呈平行 

不整合接触，主要岩性为灰白色砾岩、砂岩、铝土质 

页岩、黑色炭质板岩夹煤层，部分地段煤层厚达 30 

— 40 m，是该区主要产煤层位之一。下二叠统为杂 

怀沟组和石叶湾组，由砾岩、砂岩、泥岩和页岩组成 ． 

上二叠统为脑包沟组，出露面积较大，由一套暗紫 

色、紫红色砾岩、砂岩和泥岩组成 ～。 

中生代地层出露面积较大，主要分布于两个断 

陷盆地内，由三叠系、侏罗系和白垩系地层组成。三 

叠系为老窝铺组，由一套砾岩、砂砾岩组成。侏罗系 

出露有五当沟组、长汉沟组和大青山组。五当沟组 

为一套煤系地层，由砂岩、页岩及煤层组成。长汉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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纽地层由砂岩、灰岩和泥岩组成 大 ⋯mm一 

紫红色砾岩、砂岩和泥岩组成，分选／f 好，堆积速度 

快 白垩系主要出露拿j沟组和 阳组，多小警合 

于 老地层、岩体和侏罗系地层之 李 沟组主 

要有灰白、灰绿色砂砾岩 、砂岩 、砂匝泥岩组 成～固 

阳组为杂色碎屑岩、恢黑色泥岩失泥灰岩、 膏和可 

果煤层 ： 

国  团 z囫 s图  s圈 s 
l 大青山地 地质构造与矿床分布略图 

Ar2M-- [ 太 代乌拉山岩群；Pt2 zh一中冗L 代渣尔察Il J群；C2 s一上石炭统栓马杌组；lJ!”一 卜二叠统腑包沟组： 

Jl+2sh一中、下侏 统石拐群；J2d一中侏罗统大青⋯绀；K{l— F自蟹统李j沟组； !～新第 系； 一第 乐；6 一 

元占宙闪一长岩； 2一元古宙仡 ； 一 西期花岗岩； 5一印支期一燕JU期芘f ；f一韧 剪切带；：一推菠 

卡句造；3一正断层；4一逆断层；5一不整合面；6一金、银矿床 

2 构造特征 

内蒙古大青山地区是从太古代发展起来的华北 

板块北缘造山带的一部分．地质构造现象复杂 除 

大面积分布的早前寒武纪变质杂岩外，还出露有古 

生宙和中生代地层。 

2．1 临河一集宁断裂带 

临河一集宁断裂带是华北板块北缘的一条重要 

断裂带，它西起临河，向东经乌拉特前旗北 、武川、至 

察哈尔右翼中旗。该断裂中部位于研究区北侧，壁 

近东西走向，总体沿北纬4l。左右展布，主要由韧性 

剪切带、韧脆性剪切带和推覆构造等构成。地球物 

理特征显示，这是一条向下延抵至莫霍面，倾向南的 

大型断裂破碎带圳 ，其表现形式为近地表倾角较 

陡，而越向下倾角则逐渐变缓(图2)。 

2．2 韧性剪切带 

临河一集宁断裂带内出露的 性剪切带是该断 

裂的主体，宽约5～1o km，呈东西向延伸，该叨性剪 

切带由两期变形活动的糜棱岩组成。主体为早期角 

闪岩相一麻粒岩相高温韧性剪切带，在早期韧性剪 

切带北侧，固阳沙湾子村南为晚期绿片岩相低温韧 

性剪切带 剪切带在露头剖面上有北盘上升，南盘 

下降，平面上有左行运动的趋势 ，该韧性剪切带 自 

边部向中心呈对称分布，糜棱岩石的粒径从边缘向 

中心递减，变形带内部发育糜棱叶理，并见石英等矿 

物拔丝现象，云母膝折等韧性变形之产物 ㈨ 

2．3 韧脆性剪切带 

该剪切带在酒馆一带出露较好，出露宽度约 

30m：叠加在早期韧性变形带之上的韧脆性变形， 

使早期糜棱叶理发生了褶皱，轴面产状 350。／_40。， 

同时在其褶皱陡翼转折处发育了⋯组次一级逆掩断 

层，断层面下部的构造岩具有⋯定的分带性，由靠近 

断层面一远离断层面，表现为由细碎裂岩一具磨园 

的构造角砾岩一碎裂岩化岩石，总 产状 200。／ 

30。。 

2．4 推覆构造 

大青山地区推覆构造发育 近年来，有不少地 

质工作者作了很有成效的研究 对于揭示该 

地区的地质构造特征和进一步寻找矿产资源以及扩 

大成矿远景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

通过对宽店一同盛茂和西湾一¨蚌沟南北 地 

质构造剖面的研究，纵观大青山地区推攫构造，自南 

向北可分为叠瓦逆冲推覆构造带、紧 褶皱一逆冲 

断层变形带、宽缓褶皱一断层转折褶皱带 、滑脱褶 

皱一断层传播褶皱带等4个变形带，其特征分别如 

下 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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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 阴山地区(包头段)地壳断面示意图 

l一中新生界；2一中生界、古生界；3一下、中元古界(包括花岗岩)；4一太古宙乌拉山群；5一深 

变质岩及变质的基性、超基性岩；6一变质岩含流体裂隙带(推测)及部分熔融花岗岩；7一推测 

深断裂；8一喜山期断裂；9一分层密度值；l0一天然地震点(据胡宝全，1990) 

-酗 z目 s目  目 s 囤 e 2 

图3 宽甸叠瓦状逆冲推覆岩席和强烈褶皱的构造窗剖面示意图 

l一大理岩；2一斜长角闪片麻岩；3一砾岩；4一砂岩；5一砂质页岩；6一正断层；7一逆冲断层 

2．4．I 叠瓦逆冲推覆构造带 

该构造带在土默特右旗以北的宽甸地区(N： 

40。36 3I．3lIE：III。26 12．9”)表现尤为明显。逆冲 

推覆断层以南一直到大青山山前一带，均为太古宙 

乌拉山群的变质岩组成。露头宽度约 6kin左右。 

在宽甸的南面是太古宙岩石逆冲推覆在被强烈褶皱 

的侏罗系地层之上，逆冲推覆断层呈叠瓦状；宽甸的 

北面又是太古宙岩石盖在侏罗系地层之上形成一个 

平面上呈东西向展布的构造窗，显示了该区由南向 

北推覆的特征(图3)。 

2．4．2 紧闭褶皱一逆冲断层变形带 

该构造带位于叠瓦逆冲推覆构造带的北部，是 

大青山逆冲推覆体系的中部，出露宽度 lOkm左右。 

48 

该带内主要为古生界及中生界三叠系地层，仅在东 

部有规模不大的元古宙黑云花岗岩，在西部出露少 

量的太古宙乌拉山群。带内古生界及中生界地层变 

形强烈，褶皱紧闭，形成了一系列轴迹呈东西向展布 

的向斜和背斜构造，其轴面南倾，倾角 40。～60。。 

由于两侧断层的作用，褶皱两翼地层出露不完整，也 

不对称。 

2．4．3 宽缓褶皱一断层转折褶皱带 

紧闭褶皱一逆冲断层变形带的北侧即为宽缓褶 

皱一断层转折褶皱带该带 。它呈近东西向展布， 

带宽约8 km，主要出露有侏罗系地层，岩性为灰褐 

色、紫红色砂岩、粉砂岩，泥质页岩夹煤层。该带的南 

部以箱状宽缓褶皱为主，北部发育有断层转折褶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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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4．4 滑脱褶皱一断层传播褶皱带 

该带分布于宽缓褶皱一断层转折褶皱带的北 

侧，直至石拐盆地北缘侏罗系地层与乌拉山岩群的 

不整合界线，宽约 5～8 km。带内地层主要为侏罗 

系大青山组、长汉沟组和五当沟组组成。该褶皱构 

造带以含煤页岩为滑脱层，其上地层在南北向挤压 

应力下形成紧闭背斜。 

从大青山地区推覆构造自南向北的构造分带可 

以看出，分为叠瓦逆冲推覆构造带、紧闭褶皱一逆冲 

断层变形带、宽缓褶皱一断层转折褶皱带 、滑脱褶 

皱一断层传播褶皱带等4个变形带。这一地质事实 

可能至少反映了两个问题：一是反映了断裂带出露 

深度不同，从韧性到脆性表示了断裂活动由深部到 

浅部；二是反映了断裂带由南到北活动强度有逐渐 

减弱的趋势。 

3 矿床与构造的关系 

大青山构造带内主要分布有以金为主的多金属 

矿床和以煤、大理岩为主的非金属矿床。区内金多 

金属矿床与构造关系密切，尤其是断裂构造直接为 

矿床的形成提供了空间，由于构造性质、形成时间、 

构造类型的差异，构造的控矿作用也不尽相同。 

3．1 断裂构造与金属矿床的关系 

至今为止，在该成矿带上发现数十处金(银)矿 

床(点)(图 1)，其矿床类型主要有韧性剪切带型、 

石英脉型、沉积变质热液改造型、斑岩型矿床、次火 

山热液型等多种类型矿床。其中韧性剪切带型金矿 

床的找矿工作近年来有了突破性进展，韧性剪切带 

在糜棱岩化活动过程中，产生富含游离 SiO 、H 0、 

CO，和碱质的流体，这种流体能从围岩中大量地萃 

取金、银及其它有用金属元素。研究区内前寒武系 

地层内多数岩石类型金含量高于地壳平均丰度值 

(4×10 )几倍一数十倍，在韧性剪切带中金含量 

升高乃至形成矿体 ，因此韧性剪切带既提供了容 

矿空间，也是成矿物质的携带者，对金、银矿床的形 

成有重要控制作用，是重要找矿标志之一。 

形成于岩浆侵入活动早期和同期的断裂构造是 

含矿热液运移的通道和聚集场所，控制了斑岩型、热 

液型矿床的形成，断裂交汇部位、复合部位是主要富 

矿体赋存的有利部位。该类断裂构造与韧性剪切带 

复合，有可能形成大型矿床。 

褶皱构造的转折端是沉积变质热液型矿床形成 

的有利部位。在挤压应力作用下使矿体在褶皱转折 

部位增厚，同时，转折部位容易产生微裂隙，有利于 

后期含矿热液活动和叠加而形成富矿体。 

成矿后期的断裂构造，在本区主要是指推覆构 

造，它对矿体起着搬运、运移和破坏作用。因此在地 

质找矿过程中要认真研究推覆构造特征，确定推覆 

距离，寻找推覆体的原始位置。 

3．2 推覆构造与煤矿的关系 

推覆构造使中生代含煤盆地的地层褶皱，重叠、 

掩盖，尤其是断层相关褶皱多以煤层，煤线作为滑脱 

层。因此其深部及其推覆构造掩盖区有较大找煤前 

景。 

4 结 论 

1)内蒙古大青山地区的临河一集宁断裂带是 

华北板块北缘的一条重要断裂带，它主要由韧性剪 

切带 、韧脆性剪切带和推覆构造等构成。推覆构造 

自南向北可分为叠瓦逆冲推覆构造带、紧闭褶皱一 

逆冲断层变形带、宽缓褶皱一断层转折褶皱带、滑脱 

褶皱一断层传播褶皱带等4个变形带。这一地质事 

实可能至少反映了两个问题： 

①是反映了断裂带出露深度不同，从韧性到脆 

性表示了断裂活动由深部到浅部； 

②是反映了断裂带由南到北活动强度有逐渐减 

弱的趋势。 

2)临河一集宁断裂带是本区的主要控岩、控矿 

断裂，区内金多金属矿床多与韧性剪切带有关，韧性 

剪切带既提供了容矿空间，也是成矿物质的携带者， 

对金、银矿床的形成有重要控制作用，是重要找矿标 

志之一。 

3)推覆构造使中生代含煤盆地的地层褶皱，重 

叠、掩盖，尤其是断层相关褶皱多以煤层，煤线作为 

滑脱层，在断层相关褶皱的深部及其推覆构造掩盖 

区有较大找煤前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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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CTONIC FEATURES AND RELATIONS TO ORE DEPOSITS IN 

THE DAQINGSHAN REGION．INNER MONGOLIA 

L1[tong—xi ，J)U Song—jin’，ZHAN(；Qing—hmg ．1)U Ju—nli11 ．ZttAO Shi—long! ．X1E(、l10一ai’ 

(I．Shangdong Zheng)llaI1 lnslitule of Mineral Resour~ r ．China Krploralion and Engineering BHFeall，Ji,mn 2500 1 4： 

2．Department of Earth s《 ien(。es．Ntl njing Vnil ersit) ．Naqing 2 1 0093 

3．No．208 G'olagic．1 T('6IH1，／Yuclear lndustr,Departmen1．Baotou 25O0 I 4) 

Abstract：Linhe—Jining fimh in the Daqing~han area，lunel Mongolia，is an impnt rant fauh zone in th e·[101th nl；．1lgin『If、‘，l1II China(：rat(jn．11hP 

fault consisted of ductile shear ZOlle，duetile—l Jlfinle shear zoIn and lhrusl nappe zone
． Fhe zm1)pe strut-lures in the alPaⅥas Jr zned in later Crelat-P『lu 

anti belonged to the large—sr ale ramp slru(tlure whirh is stronger in sfmlh and weaker in the north． In the art-a
．
1hP main 【Jfjl、n1 f dli(miueralizatitIl】i 

gohl deposits and the nnmnetalli(·mineralization is(-0al and llmr1)h ．1 f JI、metalli(·mineralization has a ch)se relation’～ith【Pf-ltmi<-s
．
P ̈Pf ial1) ilh frat·“ll 

slru(‘lures offering the(1epnsiling and IIl~nelalizing spa< t?s．Tin’tim napp~- 儿 lure made the MPst zzni(·(·hal basin 1．ala to tbh1
． du1)li(-att and COil(-ea1 Tht· 

resean。h results【】Hl、idd exploral ion prospe(‘ling and orientations in the area． 

Key words：Daqingshan a rI a，du(’tilt-shear I】1e．thrust nap1)e ll’tl(-ltue．tel!toni{·s an,l mineralizatio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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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届国际地面沉降学术研讨会将于2005年在上海召开 c： 
、 
、 2005年 10月将在中国』 海召开第 L届同陬地面沉 再返还，敬请鉴谅一 会c义秘 15处收到摘要币【】文章后，将 

＼降学术研讨会，由中园地质调查局地面沉降研究l{】心具体 以登记．并负责及时回复确认j 秘 处将于20o4年 、 

。 承办。 12月1日发送拟用通知一录用沦文将以会c义f乏l迁集形式 、 

研讨会主题：自然地质因素引起的沉降；地 卜流体丌 正式出版，并从中选择在研讨会上作为时20 钟的交流 ． 

采引起的沉降；地下阎体矿产资源斤采引起的沉降；化学 介绍 研讨会以英语作为会议语言 

过程引起的地面沉降；地面沉降 与地裂缝；落水洲沉降；实 

验室试验以及原位测试；地面沉降的监测；地面沉降模拟 

、与预测机理与模型；地面沉降防治措施及其环境影响；人 

＼ 回灌引起的地面变形；地面沉降的经济效应 

＼ 论文，jE集：请围绕会议宗旨与研讨会主题撰写沦文． 

并按相关的时问要求向会议秘书处提交 

、 ①论文摘要和全文，须同时提交中文与英文稿，②允 

＼，-提交的摘要在 1000字左右，5～8条关键词：摘要嘘叫 

、确标明文章的主旨、采用的方法、结果以及最终结论，使ffJ 

公制单位。论文摘要须附作者 位、地址、邮编、作者简 

、介、联系电话和 E—mail。③论文全文 6000～8000字，所 

附图片为JPG或 ( IF格式，除插于文中以外，图片须提供 

单独的电子版。④论文摘要和全文可通过邮寄或电子邮 

重要日期：2004年 8月 I H：论文摘 接收截止 日； 

2004年 I2月1口：沦文录用通知发送 }_t；2005年 4月 I 

日：论文全文接收截至口7 ． 

会议秘书处 

地 址：中尉上海灵 路 930号地质大 ’ 

中国地质凋杏局地面沉降研究中心 。 
”

第七届国际地面沉降学术研讨会”秘书处 ＼ 

邮 编：200072 

电 话：(021)56061423；(021)56078500—7041 

传 真：(021)56065970；(021)56612812 

E—mail：sisols2005@ sigs．('OIII．ell 

gongshiliang@ sigs．COll1．cn 、 

网 址：http：／／www．sisols2005，corn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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